
澳大利亚对中国周边国家的公共外交
———以东南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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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公共外交是澳大利亚作为中等强国发挥自身影响力和争取话语

权的重要手段。澳大利亚一直很重视针对中国周边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公共

外交，并且不断丰富公共外交的方式，致力于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进一步融入亚

洲; 同时也是为了顺应其重要盟友———美国的亚太战略，以及便于其作为中等强国能

够更多地参与到亚洲事务中来。这对中国而言，一方面域外国家的参与，尤其是对地

区热点问题的干涉和相关国家的影响，将带来一定的压力; 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机

遇，便于中国进一步加强与澳大利亚的沟通与合作。对此，中国既需要与澳大利亚保

持沟通，明确澳大利亚的战略意图，针对澳大利亚在周边国家的公共外交重点及影响

采取措施，也需要主动与澳大利亚加强联系与合作，将其纳入地区和全球大战略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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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对澳大利亚公共外交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 20 世纪 80 ～ 90 年代就已经

有相关成果，而国内的相关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从 2012 年开始，这一领域的研

究也逐渐增多。总的来说，国内外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 3 个方

面。第一，以澳大利亚中等强国( Middle Power) 身份作为指标，整体探讨其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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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或者是公共外交在其外交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 第二，剖析澳大利亚公共外

交的具体手段与渠道，如国际教育、体育等等; 第三，结合具体案例，分析澳大利

亚对特定国家和地区的公共外交战略。黄忠与唐小松的《澳大利亚公共外交探

析》就是国内较早的并且比较全面地探讨澳大利亚公共外交的研究成果。① 而亚

历山大·奥利弗( Alexandra Oliver) 与拉塞尔·特鲁德( Ｒussell Trood) 在《公共外

交与澳大利亚在东亚的中等强国战略》中就结合以上三个方面，重点研究了澳大

利亚针对亚洲地区的公共外交战略的困境。② 作为澳大利亚擅长且具备特殊条

件和资源的手段，教育和体育也是主要的公共外交研究对象。此类研究成果包

括: 凯特琳·伯恩( Caitlin Byrne) 与丽贝卡·霍尔( Ｒebecca Hall) 的《理解作为澳

大利亚公共外交的国际教育》、彼得·荷顿( Peter Horton) 的《作为公共外交手段

的体育以及大众的担忧: 澳大利亚对北京奥运会的矛盾心理》、王琳璐的《浅析澳

大利亚国际教育的公共外交作用》、江涛的《公共外交视角下的新科伦坡计划》以

及张亮的《澳大利亚的体育外交战略探析》等。③ 而澳大利亚对亚洲地区或者说

亚太地区的公共外交也同样是其战略重点，不少研究成果对其在该地区的公共

外交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例如丹尼尔·欧克曼( Daniel Oakman) 的《面向亚洲: 科

伦坡计划的历史》、张建威的《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公共外交》以及潘玥和张自

楚的《澳大利亚对印尼的公共外交及对中国的启示》等。④ 总体来看，目前比较欠

缺专门研究澳大利亚针对中国周边国家公共外交的成果，尤其是尚未有结合具

体案例、手段以及对中国周边外交的影响来探讨澳大利亚公共外交战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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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本文可以在这一方面填补空白。

一、公共外交与澳大利亚

关于公共外交的定义，学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不过，因为公共外交的

提法与研究都缘起于美国，因此美国早期的有关公共外交的定义一直是被作为

一个基础。美国最早在 1987 年就有了官方的公共外交定义，来自美国国务院出

版的《国际关系术语词典》( Dictionary of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Terms) 认为公共外

交是指一些由政府支持的项目，旨在了解和影响其他国家的公众舆论( public o-

pinion) 。由于早期技术有限，当时所指的公共外交手段主要是出版物、电影、文

化交流、电台和电视。① 其实现在的公共外交也依然在使用这些手段，只不过随

着时代和技术的进步，增加了诸如网络、社交媒体、国际教育、旅游、体育等更多

更为丰富的方式。但无论手段如何，公共外交的目的始终如最初所设定的那样，

是为了“了解和影响”对象国的舆论，构建自身的良好形象，让公共外交成为传统

外交的有益补充。

( 一) 澳大利亚开展公共外交的动因

作为中等强国，澳大利亚一直比较热衷于公共外交。早在 1990 年 3 月 15

日，时任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长埃文斯在墨尔本举办的澳亚联合会( Australia-A-

sia Association) 大会上介绍了“公共外交”概念，并谈论了公共外交在澳大利亚与

亚洲的关系中扮演的角色，这是澳大利亚政府官员首次在公开场合提到现代意

义上的“公共外交”。② 尤其在以大国实力竞争为主的地区，公共外交显然是另辟

蹊径的巧妙手段。一方面，公共外交可以帮助中等国家避免实力竞争中的绝对

劣势。毕竟，在没有绝对的硬实力优势的情况下，中等国家要向世界“讲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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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①是需要技巧的; 另一方面，作为实力仅次于大国的国家，公共外交可以令

中等国家的形象、影响力与话语权更快地得到提升。总体来说，公共外交有助于

中等国家地区战略的推行。而这对于近年来积极融入亚洲的澳大利亚来说尤为

如此。因此，观察与研究澳大利亚对亚洲地区，尤其是针对中国周边国家的公共

外交，有助于理解澳大利亚的亚洲战略内容与动因，也有利于中国更顺利地开展

周边外交。

( 二) 澳大利亚公共外交的特点

作为一个十分重视公共外交的中等强国，澳大利亚对其公共外交一直都投

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除此之外，其公共外交总体上保持了体系化、多渠

道和全方位的优势。

首先，在联邦制国家里，外交通常容易出现不同层次的阻力，但澳大利亚的

公共外交却在中央与地方、官方与非官方、议会与政府之间都达成了一个统一的

重视程度，各个层面的政府和力量都致力于推动澳大利亚的公共外交。例如，国

会负责出谋划策，外交贸易部细化公共外交执行机构，包括澳大利亚形象局( Im-

ages of Australia Branch) 、澳大利亚国际开发署( AusAID) 等，而诸如澳大利亚―

中国理事会( Australia-China Council) 等非政府组织则利用自身在与对象国民间

沟通和对话中的天然优势，弥补官方公共外交的不足。

其次，在公共外交渠道方面，澳大利亚也非常重视各种公共外交手段的综合

运用。从传统的纸媒、书籍、电台、电视台到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新媒介，都是澳

大利亚传播其文化、价值观与国家形象的方式。

最后，全面的公共外交内容。通过这些渠道，澳大利亚致力于打造各种澳大

利亚品牌，尽可能让受众知道澳洲国际事务的优先选项，提倡澳洲在科学、教育、

媒体、原住民事务、运动、文化等部门的专业化，同时开展各种国际资助项目，不

断加强对外沟通和海外传播，全方位有针对性地覆盖对象国和地区的公共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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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澳大利亚正是通过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公共外交，来“让别人讲( 它的) 故

事”。①

二、澳大利亚对东南亚地区的公共外交

本文以澳大利亚针对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公共外交为主要案例，是因为: 第

一，该地区集合了中国周边最多最主要的邻国，本身就是中国开展周边外交的重

点地区; 第二，该地区既有单个国家与中国、澳大利亚的关系值得关注，还有区域

组织，例如东盟与两国的关系也同样影响着地区局势; 第三，该地区汇集了亚太

地区众多热点问题，尤其是南海问题中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都在这一地区

内，同时这些国家也大都是澳大利亚公共外交的重点对象国; 第四，澳大利亚融

入亚洲的过程中与该地区国家和组织互动非常之多，亦说明该地区在澳大利亚

亚太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所以，澳大利亚对这一地区的外交战略颇有研究价值。

中国周边国家众多，地区形势也极其复杂，针对这一地区开展公共外交并非

易事。作为一直都重视公共外交的中等强国，澳大利亚对中国周边国家的公共

外交是一个集合了“点―线―面”的系统工程，即强调针对性、历史连贯性与整体

参与性; 结合各种有效的公共外交形式，全面出击。

( 一) 关注东南亚重点国家和地区组织

从“点”来看，由于不同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情况，东南亚国家国情差异大，特

点鲜明，经济发展迅速，地区形势也十分特殊。同时，随着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

进，在各个独立的国家“点”之外，东盟也成为该地区作为整体出现的另一个大的

“点”。这两“点”都是澳大利亚非常重视的。

事实上，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在历史上并非一直友好。在战后初期，澳大利

亚曾追随美国，为了遏制亚洲共产主义的扩张而卷入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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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以及在亚洲的形象有所损害。随后，在澳大利亚致力于改

善与亚洲国家关系的过程中，强调“有针对性的公共外交”( targeted public diplo-

macy) ，①即更加重视针对特定国家的公共外交。

在东南亚地区，马来西亚、越南、印尼等国是澳大利亚公共外交的重要对象

国。早在 2005 年，澳大利亚外交部就建立了专门的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研究所

( Australia-Malaysia Institute) 。作为官方机构，该研究所设立了一系列旨在加强

澳大利亚与马来西亚合作与联系的计划和项目，包括姐妹学校项目( AMI Sister

School Program) 、下一代领袖和职业计划( Next Generation Leaders and Profession-

als Program) 、公共政策项目( Public Policy Program) 、宗教间与价值观交流计划

( Interfaith and Values Exchange Program) 、体育计划 ( Sports Program) 、媒体项目

( Media Program) 和马来西亚学生在澳洲( Malaysian Students in Australia) 等。②

澳大利亚非常重视对越南的援助，以及加强在教育培训领域的投入和合作，

同时也利用各种机会促进两国的沟通与理解。2016 /2017 年度，澳大利亚向越南

提供援助高达 8650 万澳元，是向越南提供奖学金的主要国家之一，其中包括每年

向本科及以上和高水平人才的长期与短期培训提供 400 多份奖学金。除了政府

奖学金外，澳大利亚非政府组织、各所高校、研究院及其他基金会也向越南干部

和大学生赴澳留学和研究提供奖学金。③ 通过公共外交发力，澳越两国各领域的

传统合作得到加强，尤其是政治与经贸关系发展迅速。2015 年，应澳大利亚总理

邀请，越南政府总理阮晋勇率团对澳进行了为其 3 天的访问并发表声明，强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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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澳关系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并同意将两国关系提升至更高水平。① 澳大利

亚外交部表示，在全面伙伴关系的框架下，也非常重视持续的发展援助与技术合

作，并大力支持人文联系。②

此外，印尼作为澳大利亚的邻国，在其 2018 年遭受了严重的海啸灾难之后，

澳大利亚除了立即派遣了数十名医护人员前往印尼，更是耗资 500 万澳元进行

援助。澳大利亚外长佩恩表示，这笔资金将帮助提供为期 21 天的医疗保健，后

续澳大利亚还会进一步增加人道主义救济物质。③

除了针对特定国家的公共外交，澳大利亚也同样注重针对该地区最重要的

地区组织———东盟的公共外交。澳大利亚―东盟理事会( Australia-ASEAN Coun-

cil，AAC) 是前任外长毕晓普( Julie Bishop) 在 2015 年建立的一个重要官方机构，

旨在“为澳大利亚与东南亚伙伴国家之间创造更多商业、教育、科技革新以及艺

术方面的合作机会”。④ 毫无疑问，这也是澳大利亚对东盟开展公共外交最为重

要和有 效 的 平 台。该 理 事 会 的 澳 大 利 亚 ― 东 盟 新 兴 领 导 者 计 划 ( Australia

ASEAN Emerging Leaders Program，A2ELP) 是澳大利亚政府对东盟公共外交的重

要项目，每批针对 15 名来自东盟和澳大利亚的社会企业家设计为期 3 个月的学

习、沟通和交流日程，包括讲习班、论坛、实地考察、文化活动等，⑤旨在加强澳大

利亚和东南亚国家的联结。2017 年 2 月，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宣布，将在悉尼

举办 2018 年澳大利亚―东盟特别峰会。这是澳大利亚首次举办这类峰会，⑥是澳

大利亚努力构建亚洲好邻居形象的重要举措，也是其加强与东盟的关系，参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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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澳大利亚与越南发表联合声明》，http: / / cn． nhandan． com． vn /documentation / item /2971901-% E6%
BE%B3%E5%A4%A7%E5%88% A9% E4% BA%9A% E4% B8%8E% E8% B6%8A% E5%8D%97% E5%8F%
91%E8%A1%A8%E8%81%94%E5%90%88%E5%A3%B0%E6%98%8E． html。

Australian Government，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Australia-Viet Nam Comprehensive Part-
nership，”http: / /dfat． gov． au /geo /vietnam /pages /australia-viet-nam-comprehensive-partnership． aspx.

“Australia Pledges $ 5 Million to Help Indonesia after Devastating Quake and Tsunami，”https: / /www． sbs．
com． au /news /australia-pledges-5-million-to-help-indonesia-after-devastating-quake-and-tsunami．

Australian Government，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Australia-ASEAN Council，”https: / /dfat．
gov． au /people-to-people / foundations-councils-institutes /australia-asean-council /Pages /australia-asean-council． aspx．

“Australia-ASEAN Emerging Leaders Program，”https: / / asialink． unimelb． edu． au /asialink-dialogues-and-
applied-research /programs /Emerging-Leaders-Program．

《澳大利亚将承办 2018 年澳大利亚―东盟特别峰会》，https: / / zh． vietnamplus． vn /澳大利亚将承办

2018 年澳大利亚东盟特别峰会 /62108． vnp。



南亚事务的良好契机。

( 二) 具有连贯性特征

所谓“线”的维度强调的是澳大利亚公共外交的连贯性。澳大利亚对东南亚

地区长期以外援、教育等主要方式在该地区改善国家形象、增强地区影响力。早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开始参与由英联邦国家发起的“科伦坡计划”是澳大利亚有

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公共外交项目之一。该项目旨在通过“提供资本、技术以

及教育培训等援助项目，来提高东南亚成员国的福利、促进其经济合作发展”。①

这是亚洲第一个国际性的政府间相互援助计划，也在澳大利亚对外援助中占主

导作用，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长期的、深刻的影响。同时，科伦

坡计划的实施，也将澳大利亚的信念、程序、方式带到了受援国。澳大利亚的历

史经验和社会文化通过不同的方式和渠道表现出来，促进观念流动，促进澳大利

亚与东南亚居民的联系。② 因此，澳大利亚对待科伦坡计划可谓是持之以恒，在

中途不断有其他国家，例如加拿大等退出的情况下，澳大利亚作为创始国，一直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就参与其中，投入大量的财力、人力。早在 1950 ～ 1967

年，澳大利亚在科伦坡计划中的投入就达到了约1. 4亿澳元，该投入占其国民收

入的 0. 52%，相比英国( 0. 43% ) 、加拿大( 0. 20% ) 、德国( 0. 29% ) 等都要高。除

资金援助之外，澳大利亚还通过科伦坡计划向东南亚国家提供教育与培训援助，

以及提供包括专家服务、培训设施及赠与设备等在内的技术援助。③ 作为标志性

的公共外交手段，澳大利亚外交事务部还在科伦坡计划的资金帮助下，发展了一

整套包括杂志、报纸的宣传体系，并鼓励非政府和非政治性团体协会参与进来，

例如澳―亚组织。④ 从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有 4 万名亚洲的未来领导人赴

澳学习。

更重要的是，澳大利亚在不断地更新科伦坡计划，从 2014 年开始推出“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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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建党:《冷战与科伦坡计划的起源》，《历史教学》( 高校版) 2007 年第 9 期，第 101 页。
张秋生、蒋启良:《略论澳大利亚在〈科伦坡计划〉中对东南亚的援助》，《东南亚纵横》2012 年 12 月，第

64 页。
同上。
同上，第 65 页。



伦坡计划”( NCP) ，旨在通过支持澳大利亚本科生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学习和实

习，从而加强对该地区的了解。① 这里所谓的“新”，是指在新一阶段的时代背景

下采用了新形式的科伦坡计划。旧的科伦坡计划旨在吸引大量来自亚太地区发

展中国家的学生，其中东南亚地区为主体。这些学生来到澳大利亚，通过留学得

到个人的提升，产生对于澳大利亚的强烈认同感。之后这批人回国成为各自国

家的精英群体，也就开始所谓的为澳大利亚“讲故事”。而新一阶段的科伦坡计

划则开始推出逆向发展的计划，即通过为澳大利亚学生提供海外学习和工作的

机会，为自身培养更多的亚太认知和跨文化交流领域的精英，让他们能够更好地

为澳大利亚融入亚洲服务。其目的在于配合澳大利亚更好地融入亚洲的战略。

2018 年，有 50 名澳大利亚学生通过“新科伦坡计划”被送往亚太国家学习，②培养

成为连接澳大利亚与亚太地区的重要力量。此举表明澳大利亚针对东南亚地区

国家的公共外交不再是单向的输出，而是增加了主动且双向的“输出 + 输入”，令

科伦坡计划在原有的历史基础上增加了更有效的现实效应。

( 三) 丰富的公共外交形式

所谓“面”指的是丰富的公共外交方式。澳大利亚在亚洲地区的存在感很

强，这就归功于其积极利用各种手段和方式来推行公共外交，形式多样，力争全

方位地发挥澳大利亚软实力的影响。例如，国际教育是各国政府与机构公认的

重要的公共外交方式之一，而澳大利亚的国际教育全球闻名，也是其推动公共外

交最重要的手段之一。③ 如前所述，科伦坡计划与新科伦坡计划无疑是澳大利亚

将教育当作一个重要的公共外交方式的最佳范例。值得注意的是，受援国中还

包括不少在东南亚各国国内有着重要地位和影响力的澳大利亚校友。例如，新

加坡第一任民选总统王鼎昌、印度尼西亚副总统布迪约诺、印度尼西亚贸易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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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Katherine Vickers，“New Colombo Plan: Promoting Student Mobility between Australia and China，”http: / /
china． embassy． gov． au / files /bjng /New% 20Colombo% 20Plan-% 20Promoting% 20student% 20mobility% 20between%
20Australia%20and%20China． pdf．

Australian Government，“New Colombo Plan 2018 Scholarships，”http: / /dfat． gov． au /people-to-people /new-
colombo-plan /scholarship-program /Documents /new-colombo-plan-scholars-2018． pdf．

Caitlin Byrne and Ｒebecca Hall，“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s Public Diplomacy，”https: / /www． ieaa． org． au /
documents / item /258．



冯惠兰等，在澳求学的经历使他们对澳大利亚产生了深厚的友谊和一定的认同

感，这使他们在处理与澳大利亚有关的问题时更倾向于做出对澳大利亚有利的

决定，从而对澳大利亚在这些国家相关利益的实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① 除了科

伦坡计划，澳大利亚也积极致力于与东南亚国家在教育方面加强合作，将其作为

全面合作关系的有益补充。2016 年，澳大利亚东盟商业理事会公布了澳大利亚

与东盟国家 10 国各所院校之间的新国际合作计划。这 一 计 划 名 为“桥 梁”

( Bridge) ，是在澳大利亚与印尼自 2008 年开展的伙伴计划取得的成功基础上制

定的。正如计划名称所示，这一计划将成为澳大利亚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桥梁，

加强双方的沟通和联系，提高该地区各国人民对文化多样性的认识。在计划实

施第一年，澳大利亚 15 所学校将同马来西亚、泰国与越南的 5 所学校配合进行远

程教育，其后到 2017 年计划范围将扩大到新加坡、菲律宾、文莱; 到 2018 年扩大

到老挝、柬埔寨和缅甸。预计 2018 年底，该计划将完成，双方共有 150 所院校建

立校际联系。②

除了教育以及援助之外，澳大利亚还利用体育、文化等其他方式与亚洲国家

进行沟通，建立良好的联系，以及寻求强化某种意义上的身份认同。例如，2017

年 10 月，澳大利亚驻越南大使馆与越南河内的美术科技大学( University of Indus-

trial Fine Art) 共同组织了一次徽标设计大赛，以庆祝澳越建交 45 周年( 1973 ～

2018) 。驻越大使奇蒂克( Chittick) 表示，希望通过这次比赛令所有参赛者能够发

挥他们的才华和创造力，同时能够更加了解两个国家。③ 此外，在体育方面，澳大

利亚于 2015 年 6 月正式颁布了体育外交政策，在 2015 ～ 2017 年间投入总共 400

万澳元的费用，旨在通过帮助亚洲国家发展体育计划，促进与亚洲国家的发展和

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④ 澳大利亚虽然是大洋洲国家，但在足球领域却是划归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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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琳璐:《浅析澳大利亚国际教育的公共外交作用》，《学园》2015 年第 36 期，第 33 页。
《澳大利亚与东盟学校建立校际联系》，https: / / zh． vietnamplus． vn /澳大利亚与东盟学校建立校际联

系 /51544． vnp。
“Launch of Logo Competition to Mark 45th Anniversary of Australian-Vietnam Diplomatic Ｒelations，”http: / /

vietnam． embassy． gov． au /hnoi /MＲ171010． html．
《澳大利亚实施体育外交，加强与亚洲国家关系》，https: / / cn． apdnews． com /au /Australia_News /shehui /

373631． html。



足联管辖，这一特殊身份也为澳大利亚在东南亚开展公共外交提供了便利。

2015 年，澳大利亚举办了亚洲杯足球赛，并赢得了冠军。这被美国南加州大学公

共外交研究中心选入“2015 年全球十大公共外交事件”。①

三、对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影响

作为一个中等国家，澳大利亚一直在寻求对国际事务更大的参与度和话语

权。而亚洲，尤其是中国周边，目前是发展最快也是热点问题集中的地区，能够

针对该地区的问题发表意见甚至是产生影响，无疑是澳大利亚实现其愿望的最

佳途径之一。澳大利亚针对中国周边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地区，长期坚持开展的

公共外交大大改善了澳大利亚在该地区的形象，也增强了其在该地区的存在感，

对澳大利亚作为中等强国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热点问题是非常有利的。然而，

对中国而言，澳大利亚通过针对中国周边国家的公共外交来增加其作为域外国

家对该地区事务的干涉程度，会给中国处理地区问题带来一定的压力。因为这

意味着更多来自亚洲地区之外的干涉力量，会使得原本就热点频发的地区局势

变得愈发复杂，也将导致区域内的权力竞争日趋激烈。

第一，澳大利亚频频在该地区的热点问题，主要是涉及中国的问题上发声，

制造国际舆论压力。以南海问题为例，这是近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最严重的领

土争端，同时也因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外交甚至是军事冲突。中国一直比较坚持

主要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南海问题，尤其反对域外国家对该问题指手画脚甚至

是直接干预。然而，澳大利亚近年来一改此前的中立姿态，开始插足南海问题。

2015 年 5 月 28 日，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丹尼斯·理查德森( Dennis Ｒichardson) 在

悉尼举行的军事论坛上针对中国在南海地区填海造岛等行动表达了很多意见，

其中包括提供巨额海军开支，寻求与美国共同的南海问题立场等内容，旨在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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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南海行动的成本并削弱其影响。① 2017 年 11 月 23 日，澳大利亚公布了最

新的外交白皮书，继续公开对南海问题发表看法，表示澳大利亚在南海有着“重

要的利益”( substantial interests) ，认为南海的竞争正在加剧，而这样的海陆领土

边界争端会继续引发冲突，并表示“澳大利亚特别关注中国在南海地区前所未有

的活动速度”。②

第二，澳大利亚通过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试图联合相关国家共同制

衡中国崛起，会使得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出现更多矛盾。亚洲国家对澳大利

亚有一定的认可程度，才可能接受其在一定程度上涉足本地区事务。在这方面，

公共外交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不仅提升了澳大利亚在中国周边国家的形象，也

促进了澳大利亚与这些国家之间其他领域的联系。例如，澳大利亚与越南不仅

在教育、科技等领域合作甚多，近年来两国的经贸关系也是发展迅速。截至 2017

年 9 月，越南对澳大利亚出口额年均增长 4. 7%。2016 年，越澳双向贸易额达

5. 26%，较 2015 年同期增长 6. 5%，其中越南对澳大利亚出口额达 28. 7 亿美元，

从澳大利亚进口额达 23. 9 亿美元，越南对澳大利亚实现贸易顺差 4. 8 亿美元。③

除此之外，两国还加强了防务方面的合作，包括情报共享、英语培训和特种部队

合作等。有评论认为，澳洲加强与越南的防务合作旨在平衡与中国这个最大贸

易伙伴国以及亚太邻国的关系。④ 在南海问题白热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矛盾激化

的情况下，澳大利亚更是蠢蠢欲动，试图更大程度地联合东南亚国家一起在这一

问题上向中国施压。2016 年，澳大利亚外长朱莉·毕晓普( Julie Bishop) 就公开

表示支持菲律宾将与中国的南海争端提交海牙法庭，⑤并且在菲律宾获得所谓的

·44·

《国际关系研究》2019 年第 1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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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诉”之后，她又于 7 月 13 日表示，如果中国无视南海裁决结果，中国成为世界

领袖的声誉和雄心将遭受损失，并呼吁南海所有各方尊重她所称的具有法律约

束力的最终裁决。① 此外，澳大利亚还考虑与印度尼西亚在南海的争议水域进行

联合军事巡逻，探讨加强两国海上合作的方案，包括在南海和苏禄海协调行动。

对此，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研究教授休·怀特( Hugh White) 表示:“这表明，澳

大利亚和印尼正在做过去很少做的事情: 在一个影响整个地区的全局性战略问

题上展开合作。”②

第三，澳大利亚作为美国的重要盟友，积极为美国插手亚洲事务造势，令地

区内的权力竞争更加激烈，局势变得更为复杂。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南锚”，

澳大利亚在亚太问题上也是紧跟美国的脚步，尤其是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全

面铺开之后，澳大利亚作为该战略的排头兵之一，非常主动地配合美国的大战

略。2015 年，澳大利亚前工党外长埃文斯( Gareth Evans) 就曾公开提出，澳大利

亚应该派舰船去南海以抗议中国在该地区填海造岛。③ 2017 年澳大利亚政府就

将此变为了现实，派出 6 艘军舰和 1200 名士兵去往南海地区，参加“印太奋斗―

2017”军演，这是其近 30 年来最大规模的海军军事行动。④ 除此之外，在 2017 年

的外交白皮书中，澳大利亚政府还强调面对这种海上争端引发的紧张局势，不能

没有美国的参与，否则权力转移加快会“损害澳大利亚的利益”。所以，澳大利亚

必须要加强和美国的联盟，以应对中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不断扩大的势力。⑤

很明显，澳大利亚通过公共外交改善了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但其借此插手地

区事务的举动却一定程度上干扰了中国周边地区的稳定。同时，作为美国的盟

友和排头兵，澳大利亚盲目支持美国干涉亚洲地区问题的做法，更是令地区局势

变得更为复杂。这些都给中国未来妥善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与矛盾带来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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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和挑战。

四、中国的对策: 知彼知己有针对性地开展“容纳外交”

对于中国而言，澳大利亚已经不是第一个插手中国与周边国家事务，并给地

区局势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域外国家。但相对于美国的强势介入不同

的就是，澳大利亚作为中等国家，以公共外交先行，构建关心亚洲地区事务的“好

邻居”和“积极参与者”形象，方式更为迂回与温和。同时，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关

系一直相对比较稳定，两国经贸关系也十分之密切。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亚投行、

“一带一路”等战略的逐步展开，中国需要以海纳百川的包容态度去消化和应对，

而不是一味地抵触和对抗。对此，针对澳大利亚对中国周边国家的公共外交所

带来的影响，中国也需要在知彼知己的前提下，制定相应的策略。

第一，所谓“知彼”，即明确澳大利亚的长远战略意图与微妙立场。澳大利亚

近年来在亚洲问题上各种追随美国对中国施压的动作，很容易给中国民众带来

比较负面的印象，例如在中国网民当中影响较广的天涯社区、铁血社区等，将澳

大利亚称为“反华急先锋”，认为澳大利亚对中国“有敌意”。① 不过站在外交决策

层面，政府自然不能单纯地看现象，而应该更深入地分析和理解现象背后的本

质。澳大利亚针对中国周边国家的公共外交固然对其插手以及追随美国插手亚

洲事务、制衡中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同样我们也应该明白，从地缘经济的角

度，澳大利亚与东盟国家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双边的商品贸易、劳务贸易、经

济技术合作以及直接投资等关系就发展迅速，促进了双方经济关系的全面发

展。② 目前，东盟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2015 ～ 2016 财年，澳大利

亚与东盟贸易金额达 929 亿澳元，远远高于澳大利亚与日本、欧盟和美国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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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① 作为一个高度重视对外贸易的国家，澳大利亚加强对亚洲国家的公共外

交，重视改善和促进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也是势在必行，不需要一概以阴谋论之。

同时，在理解澳大利亚旨在提升本国形象、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意

图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观察到澳大利亚的微妙立场，即作为美国重要盟友的义

务和担忧。在 2017 年白皮书中，澳大利亚强调应该强化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

系。这种“主动”一方面是源自前面所提的长远战略目标; 另一方面其实也显示

出澳大利亚在该地区的一种担忧。尤其是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其亚洲战略不甚

明确，而澳大利亚一面在为其充当前锋，一面也需要考虑后果和自身与亚洲国家

之间的关系。在如今中国不断崛起和影响力与日俱增的背景下，如何与中国相

处也成为澳大利亚左右为难的一个问题。所以，到目前为止，其实澳大利亚的态

度与策略都比较谨慎。

第二，所谓“知己”，即中国需要明确自身与澳大利亚的关系。首先，实际上

两国双边关系的平稳发展始终是压舱石。自 1972 年中澳两国建交以来，双边关

系稳定发展，两国高层互访频繁。2008 年，两国启动中澳战略对话，后升级为中

澳外交与战略对话; 两国总理也有年度会晤机制; 2017 年第四轮中澳外交与战略

对话之际，王毅外长与特恩布尔总理还启动了中澳高级别安全对话机制。这些

都成为促进两国关系顺利发展的重要稳定机制。② 自从 2015 年签订自贸协定以

来，两国双边贸易关系进展迅速，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统计，2017 年 1 ～ 9 月，中

澳双边贸易额为 920． 7 亿美元，增长 25. 4%。其中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 573. 6 亿

美元，增长 38. 2%，占澳大利亚出口总额的 33. 3%，提高 2. 5% ; 澳大利亚自中国

进口 347. 1 亿美元，增长 8. 7%。澳大利亚与中国的贸易顺差 226. 5 亿美元，增长

137. 2%。中国继续保持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第一

大进口来源地。③ 除了经贸关系密切之外，两国社会人文的交集也甚多。在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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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华裔移民众多，汉语是除英语之外使用最广泛的语言。澳大利亚还有大约

20 万中国留学生，留学生教育成为澳大利亚第三大出口产业。

其次，澳大利亚对中国的重视程度也是毫无疑问的。2012 年澳大利亚政府

发布名为《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的白皮书。驻华大使孙芳安表示，“白皮书阐

明了澳大利亚对于与亚洲，尤其是与中国的联系所持的战略性和前瞻性态度。

白皮书明确地表示澳大利亚支持中国参与地区的战略、政治及经济的发展。澳

大利亚欢迎中国的崛起不仅是因为它为中国人民和整个地区带来了经济和社会

利益，也因为中国的崛起深化和增强了整个国际体系”。① 2017 年的外交白皮书

也指出，中国除了是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之外，也是澳大利亚铁矿石、牛肉

和煤矿等大宗商品的最大买家。而且澳大利亚政府与中国政府已经有了较为稳

定的高层交流机制，保持下去是十分重要的。可见，虽然有美国因素的影响和

“中国威胁论”担忧，但是中澳之间无法忽略的紧密联系以及澳大利亚对中国的

依赖都是值得正视和重视的因素。

第三，所谓“容纳外交”，一方面是从中国的外交理念出发。亚信会议、G20、

亚投行、“一带一路”等，都表明不断崛起的中国和中国外交正呈现出一种更加包

容和海纳百川的姿态，这也符合中国推行大战略必须联动各国资源的要求。另

一方面，“容纳外交”也是有针对性的。中国对东南亚国家一直都是“有容乃大”，

无论是在经贸关系还是地区争端，都是带着尊重与包容的态度来处理。

如今面对澳大利亚针对中国周边国家推行公共外交，经过评估其战略意图

和影响之后，中国同样可以根据自身的战略需求来开展针对周边国家以及参与

进来的域外国家的外交。其一，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针对周边国家的公共外交，

借鉴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经验与教训，查漏补缺，结合利用地缘政治与经济

优势抢得先机，同时也借以积极修复自身的地区和国际形象，稳定与周边国家的

关系。

·84·

《国际关系研究》2019 年第 1 期

① 《越南 与 澳 大 利 亚 签 署 教 育 领 域 合 作 协 议》，http: / / cn． nhandan． com． vn / friendshipbridge / item /
1341201-%E8%B6%8A%E5%8D%97%E4%B8%8E%E6%BE%B3% E5% A4% A7% E5%88% A9% E4% BA%
9A%E7%AD%BE% E7% BD% B2% E6% 95% 99% E8% 82% B2% E9% A2% 86% E5% 9F% 9F% E5% 90% 88%
E4%BD%9C%E5%8D%8F%E8%AE%AE． html。



其二，在正视竞争关系的同时，也需要重视域外国家积极融入亚洲对中国的

帮助。尤其是澳大利亚这一类与美国关系密切的中等强国，有着天然的“协调

者”优势。正如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亨德里施克所说: “澳大利亚应协助

东盟同其周边的大国增进沟通与联系。澳大利亚同中国经贸关系密切，同美国

等西方国家在文化、法律和制度上相通，应当发挥纽带的作用”。① 澳大利亚政府

在 2017 年的外交白皮书中也表示，澳大利亚应该作为大国间诚实的中间人( an

honest broker) ，将竭尽全力说服中美，开放经济和遵守地区内几十年来的规则，是

于大家都有利的。② 事实上，中国有利用这种纽带作用的需要。

其三，在中国推行亚投行、“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的过程中，应该积极将澳

大利亚争取过来，使两国关系联系得更加紧密，也可以部分抵消美国对澳大利亚

的负面影响。和美国很多其他盟国一样，澳大利亚顶住美国的压力，在 2015 年宣

布加入了亚投行，成为了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这是因为澳大利亚充分意识到，

加入亚投行的经济利益巨大，将帮助其实现“亚洲世纪”的目标。③ 而对于“一带

一路”，最初澳大利亚反应冷淡，其国内的鹰派人士也一直渲染中国开展“一带一

路”的地缘政治意图。但随着这一国际合作的逐步展开，很多国家反应热烈，这

也令到虽然不是沿线国家但兴趣日益浓厚的澳大利亚开始心动，尤其是在亚洲

众多国家都参与其中，甚至在澳大利亚周边都有类似的国家开始着手探索基于

“一带一路”倡议开展合作的可能性的情况下，④澳大利亚也意识到自己不能缺

席。2017 年 3 月李克强总理访澳，双方进一步就推进战略对接进行了磋商。尽

管目前澳大利亚对“一带一路”仍在观望，但随着澳大利亚国内各界对这一倡议

的逐步了解，越来越多的声音表示澳大利亚应该早日搭上“一带一路”快车以加

速区域发展并铸就贸易强国。澳大利亚全球基金会秘书长、董事会成员史蒂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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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华德一直积极建议澳大利亚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他表示，“澳大利亚需要

在国内同中国和亚洲各国加强供应链的建设，而‘一带一路’将有助于我们达成

这一目标”。① 因此，中国完全可以借力用力，一方面利用澳大利亚参与亚洲事务

的积极性来建立与周边国家以及美国之间更多的沟通机制; 另一方面也可以考

虑以此推动澳大利亚参与“一带一路”的实现，为大战略积累更多的资源。

五、结 语

随着亚太战略逐渐发展为印太战略，澳大利亚也在美国的亚太布局中承担

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在 2018 年第二届澳大利亚―东盟峰会期间，澳大利亚就开

始向东南亚国家推销印太战略。可见澳大利亚未来将在亚洲地区进一步加大外

交投入，拉拢中国周边重要的印太战略支撑点国家，例如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以

便协助美国构建完整的印太战略联盟。这一过程中，公共外交将持续发挥作用，

无论是针对特定国家和区域组织的针对性公共外交，还是多领域连贯的公共外

交，都将会是澳大利亚重视的内容。这也是澳大利亚在亚洲抵消中国不断增长

的影响力的措施之一，毕竟近年来澳大利亚对中国在南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公共

外交攻势十分不满。而且，接下来澳大利亚面临大选，在外交方面势必会相对保

守，太过激进的外交手段不是一个好的选项，反而是公共外交这种“静悄悄”的特

点能够带来更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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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regional situ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nce the
1960s，due to various reasons，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have paid increasingly atten-
tion to the issues of maritime delimitation，made great efforts to solve them by presen-
ting relatively visible pragmatism，flexibility，cooperation and compromise，and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have mainly solved the issues of mari-
time delimitation through bilateral or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s that have led to both the
agreements on border demarcation and the temporary arrangements in which they failed
to demarcate the boundaries，greatly enhancing the confidence of countries in solving
some difficult problems through consultation． Among th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only Myanmar has resorted to the third-party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to resolve
the issue of maritime delimitation with Bangladesh in accordance with the 1982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Se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ends，al-
though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have strong confidence and willingness to resolve the
issues of maritime delimitation，many issues of maritime delimitation among the coun-
tries still need to be properly resolved，otherwise they may become unfavorable factors-
in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in more fields．
Keywords: maritime delimitation，Southeast Asia，dispute settlement，diplomatic ne-
gotiations，international law
About the Author: Zhou Shixin is Associate Ｒesearch Fellow and Director of the Of-
fice of Great Power Diplomacy at the Institute for Foreign Policy Studies，Shanghai In-
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ou Shixin

33 Australia's Public Diplomacy on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e Case of the Countries in Southeast Asia

Abstract: Public diplomacy is an important instrument for Australia as a middle power
to exert its own influence and struggle for having a say． Australia has alway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ublic diplomacy on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especially
those in Southeast Asia，and it has continued to enrich the means of public diplomacy，
being committed to strengthening its relations with these countries and integrating into
Asia further． And it has been doing so also for being in line with the Asia Pacific strat-
egy of its important ally，the US，and able to participate more in Asian affairs as a
middle power． For China，the participation of extraterritorial countries，especially the
interference of regional hotspot issues and the impact on relevant countries，will bring
some pressure; on the other hand，this is also an opportunity for China to further
strengthen its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Australia． In this regard，China
both needs to maintain communication with Australia，identify Australia's strategic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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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tions，take measures against the priorities and influence of Australia's public diplo-
macy on neighboring countries，and needs to actively strengthen the contacts and coop-
eration with Australia to integrate them into regional and global grand strategies．
Keywords: Australia，China，US，public diplomacy，strategy
About the Authors: Liu Dan is a doctoral candidate at University of Macau. Tang Xi-
aosong is a professor at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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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Nation-State Building in Africa's Indigenous Vision: Patterns，Fea-
tures and Paths
Abstract: A nation-state is a basic unit of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re is a
relationship of a two-way interactive evolution between the theory and the practice of
nation-state building． In view of the Western-centric tint of the existing theories of the
nation-state，the building of African nation-states must also seek theoretical basis from
its own history． Judging from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civilization，the building of
African nation-states generally exhibits the model of“state first and nation follows”
and the three basic features of“late-movers”，“repetitiveness”and“external inter-
vention”． As a current example of the building of African nation-states，Ghana's
process of national-state building is not only in line with the general model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frican nation-state building，but also with certain uniqueness，
mainly embodied in the conflicts and struggles of the two systems of native civilization
and exotic civilizat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state，and it moves toward a new
path of assimilating the dual opposition under democratization． Ghana's experience of
building of the nation-state is a significant reference fo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fri-
can nation-state building．
Keywords: African nation-states，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civilization，Ghana
About the Authors: Ai Junshu is a doctoral student at the School of History，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Huang Dekai is an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at Sichuan Police 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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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EU's Policy Options in the Sino-US Trade Conflicts
———An Analysis Based on Trade Liberalism and Mercantilism

Abstract: The Sino-US trade conflicts are one of the international hot topics that have
run through 2018． Although the conflicts exhibit a trend of abatement，the Sino-US
disputes have exceeded the field of economic interests; the US mercantilist trade policy
towards China is expected to become the“main theme”in the future． In this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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